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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信人格分析之一：能屈能伸之性格 
● 許雅貴 

 

 

韓信事蹟首見於正史，即是司馬遷《史記．淮陰侯列傳》，太史公自序曰：「楚人

迫我京索，而信拔魏、趙，定燕、齊，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滅項籍。作淮陰侯列

傳第三十二。」1說明為韓信設傳的要旨，乃是楚漢相爭韓信立有大功，可說漢朝的江

山都是韓信打下來的，尤其擊敗戰無不勝的項羽，逼其落到烏江自刎的結局，幫助劉

邦取得天下，故特立此傳，並以他的封號「淮陰侯」為傳名。以下試剖析太史公筆下

的韓信，並從中去探析其人格表現。 

太史公首在史書設立「列傳」，乃是因為這些人物「扶義俶儻，不令己失時，立功

名於天下，作七十列傳。」2列傳成了《史記》五體中比例最重的部分，當中人物雖然

身分卑微，或有惡有善，卻都曾對社會產生作用和貢獻，甚至影響到歷史的發展。韓

信出身布衣，在楚漢相爭的歷史洪流佔有關鍵地位，因此被置在列傳，他是以一個落

魄形象出場的： 

淮陰侯韓信者，淮陰人也。始為布衣時，貧無行，不得推擇為吏，又不能治生

商賈，常從人寄食飲，人多厭之者，常數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，數月，亭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許雅貴，南臺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助理教授 
1 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（台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6 年），卷 130，頁 1378。本論文凡

引用到《史記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 
2 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，卷 130，頁 138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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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患之，乃晨炊蓐食。食時信往，不為具食。信亦知其意，怒，竟絕去。3 

《史記》列傳有許多人物，大凡都是出身窮困，才華尚未顯現，因此有一段困頓

時期，韓信即是如此，當時的布衣只要經濟許可，可被推舉為官吏，可惜韓信貧窮又

無被稱許的品行，無法靠錢捐官，又沒有生意長才，因此他流落市井，無法自己謀生

，得靠人「寄食」，但他仍有自尊心，當知道自己被人嫌惡並用計斷食，他的表現是「

怒」，揚長而去。這時仍未看出韓信身上的長處，但他離開供應飲食的地方後，仍需解

決自己的民生問題，他只好「釣於城下」4，吃魚維生。韓信的生年不詳，但可推測那

時他是二十多歲的少年5，本是意氣風發的年紀，他卻無以維生，附近一洗衣婦人不忍

見他如此，連續供給他十多天的飲食，韓信受到陌生人的餽贈，在看盡世態炎涼的人

生中發下豪語，告訴漂母說：「吾必有以重報母。」6這是韓信知恩圖報的表現，也喻

示自己終有得志的一天；漂母卻是怒回：「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孫而進食，豈望報

乎！」7漂母並不是為求報答而幫助韓信的，她對韓信靠人寄食雖有怒，亦有深深的惋

惜，一個大丈夫連基本的衣食問題都得靠婦人接濟，這是時代的悲哀，亦是韓信無法

發揮才能的無奈。但漂母的一席話使韓信受到感召，他下定決心脫離這樣的生活，開

始尋求出路的機會。然終日無業的他，配戴長劍行走市間，引來鄉里惡少的欺侮： 

淮陰屠中少年，有侮信者，曰：「若雖長大好帶刀劍，中情怯耳。」眾辱之曰：

「信能死刺我；不能死出我袴下。」於是信孰視之，俛出袴下蒲伏。一市人皆

笑信，以為怯。8 

韓信胸懷大志，又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豈能在眾目睽睽下遭受惡少的羞辱，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《史記會注考證．淮陰侯列傳》，卷 92，頁 1064。 
4 同前註。 
5 關中民間歌謠傳說，韓信享年三十三歲。韓信被斬在高帝十一年，公元前 196 年，上推三十三年，當

生於公元前 228 年，小項羽四歲。項羽生於公元前 232 年，公元前 209 年起兵時年二十四歲。參見張大

可、徐日輝：《張良蕭何韓信評傳》，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10。 
6 同前註。 
7 同前註。 
8 同前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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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可以舉劍殺了他，但是韓信的表現是「熟視之」，他在思考要怎麼做才可以擺脫眼前

的窘況，最後他也不跟惡少爭辯，選擇「胯下之辱」，因此遭受人們的恥笑，認為他是

「懦夫」。韓信選擇胯下之辱的原因，在他日後回淮陰時告訴諸將說：「此壯士也。方

辱我時，我寧不能殺之邪？殺之無名，故忍而就於此。」9他當時不殺惡少，乃是因為

這樣的羞辱就像小孩間的挑釁，大丈夫真正的羞辱就是沒有出頭之地，埋沒於市井間

，況且殺了惡少並不會因此揚名立世，因此他容忍這樣的羞辱，以待未來功成名就之

時，市井人民笑他怯懦，殊不知他心中有更大的抱負。而後他在封王後回到淮陰，找

尋南昌亭長、漂母、惡少，這三位在他少年時期有過影響的人物，並分別賞賜： 

信至國，召所從食漂母，賜千金。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，曰：「公，小人也，

為德不卒。」召辱己之少年，令出胯下者，以為楚中尉。10 

韓信對亭長、漂母是知恩圖報的回饋，然對只給予飲食十幾天的漂母是千金賞賜

，對曾長期供食的亭長卻只給予百錢答謝，他直指南昌亭長「為德不卒」，就是好人沒

做到底，因此亭長反不如真正救人急難的漂母；他還封惡少為官，稱其為「壯士」，想

必「胯下之辱」更加激發韓信想建立功業的志向，此辱雖然讓韓信成為鄉里笑柄，但

他能忍人所不能忍，並且以德報怨，試問世間有幾人有如此胸懷？而這些皆是他能屈

能伸的性格表現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《史記會注考證．淮陰侯列傳》，卷 92，頁 1072。 
10 同前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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